
岚皋县蔺河镇境内自
然资源丰富 ， 森林覆盖率
高， 下辖 7 个村 49 个村民
小组，总人口 8504 人。 2021
年，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2 万余元。

今年以来，为全力推进
以 “四提升一革命 ”为核心
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该镇结合当地实情，因地制
宜 、综合施策 ，站在群众的
角度 ， 充分尊重村民的意
愿 ，赢得他们的理解 、支持
和主动参与，将庭院净、绿、
美等问题交给村民去解决，
实现村民从“袖手看”到“动
手干”的转变。

走进该镇和平村六组，
放眼望去，改造后的一栋栋
红瓦白墙的村居坐落在山
脚下， 宽敞整洁的柏油路、
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主题
鲜明的文化墙格外醒目，小
院里时不时传来歌声 、笑
声，一幅恬然和谐的美丽乡
村画卷展现在眼前。

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为助推行为习俗整治提升，
该镇创新工作方式，通过开
展“环境文明小院 ”评比活
动， 制作 300 面流动红旗，
按照“家风美、庭院美、居室
美、厨厕美”的标准，对达到
“四美”要求的农户，授予流
动红旗，对评比中环境卫生
较差的农户进行黑榜通报，
对年度评选中排名前 10 名
进行年终表彰，提升群众参
与度，营造良好氛围。

为打造以点为基、串点
成线、连线成片的引领示范
带和示范片区。 该镇不断创
新模式， 形成长效示范，实
现乡村建设有亮点 。 镇党
委 、 政府以草垭村为示范
村， 以和平村为示范点，通
过“六个一”工作机制，分类
施策 、整体推进 ，把交通沿
线打造成“风景长廊”，把美
丽村庄建设成“特色景点”，
把单个农户雕琢成“精致小
品”，形成规模集聚效应，起
到示范带动作用。

据统计，在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中，全镇改
造提升农房 125 户，竣工投
用集镇污水处理厂 1 处，新
建标准化三格化粪池 30 余
处 ， 完成户厕改造 120 余
户，拆除违建 78 处，迁建农
贸市场 1 个，修建节点绿化
18 处 1000 余平方米， 栽植
树苗 1000 株， 新增垃圾房
28 处，开展志愿服务 100 余
次， 投资 3000 余万元的集
镇防洪堤竣工。

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谈起这几年村
里的变化，和平村村民李增
宝不由得称赞道 ：“环境干
净了 ，日子更美了 ，住在农
村也是幸福。 ”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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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广泛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打造“三沈故里”知名品牌，推进中国民间
文化（书法）艺术之乡创建工作，不断提升汉阴文
化软实力和汉阴文化影响力，特举办“三沈故里·
锦绣汉阴”全省书法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陕西省书法家协会、陕西书学院、

中共汉阴县委、汉阴县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共汉阴县委宣传部、汉阴县文

化和旅游广电局、汉阴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汉
阴县创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协办单位：汉阴县书法家协会
二、征稿要求
凡年满 18 周岁以上陕西籍或在陕居住的作

者均可自由投稿，不收参评费，每人限投两幅以
内，但须一次性投寄。 限于人力，恕不退稿。 投稿
需填写《“三沈故里·锦绣汉阴”全省书法大赛投
稿登记表》一律使用真实姓名，化名、重复投稿者
不予评审。 投稿时请在作品背后右下方用铅笔
正楷注明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常用通讯地址、
邮编、联系电话（固话、手机）。 草书、篆书请附释
文，个别异体文字请附文字出处的复印件。 并请
在邮件背面注明：“三沈故里·锦绣汉阴” 全省书
法大展投稿。

三、作品要求
作品内容 :健康向上的古今诗词、楹联、文、

赋等（须标出原作者及篇名），欢迎撰写沈尹默先
生诗词、楹联和赞美汉阴的自创诗文词赋，内容
应契合时代主题，提倡和传承书法文化精神。 书
写古代诗文者，应注意使用权威版本，要保持内
容的相对连贯、完整。

作品规格 :书法作品书体不限，作品应在六
尺整张以内， 即： 高不超过 180cm、 宽不超过
97cm，一律竖式。 手卷作品高不超过 35cm，长不
超过 248cm。册页作品每页长宽不超过 40cm，页
数不超过 12 页。 所有作品请勿装裱（册页除外）
不符合尺寸要求者不予评选。

四、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评选入展作者 230 名， 设优秀奖

30 名。
五、评审
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共同组成组委会，评审

工作由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牵头。 组建评审委员
会、监审委员会，负责评审、监审和学术观察工
作。

评审分初评、复评和终评，面试考核等工作，
实行封闭式评审。 从来稿中评选出入展作者 230
人左右，优秀作品 30 幅。根据来稿质量和评审实
际情况可进行适当调整，评审结果适时在陕西书
法家协会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公示。 为确保入展
作者创作水平的真实性， 综合评审前 30 名作者
一律参加面试；严查代笔、代刻及一稿多投等行
为。 凡接到面试通知后未按规定时间到场面试
者，视为放弃入展资格。 经面试评委确定现场临
摹、创作水平与入展作品有较大差距的，取消入
展资格。 面试作品，作为此次展览资料存档。 面
试时间另行通知。

六、展览颁奖仪式
展览及颁奖仪式在汉阴县书法艺术馆举办，

届时邀请部分获奖、入展作者参加，时间另行通
知。

七、作者待遇和相关责任
1、 入展作品 230 名， 入展作品收藏费 500

元/件；优秀作品奖 30 名，奖金 2000 元/件。
2、获奖、入展作者颁发证书、收藏费、奖金及

作品集。
3、 入展作者作为加入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条

件之一。
4、主办单位对入展作品有展览、研究、摄影

摄像、出版、宣传权。
5、投稿作者一律视为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

以上内容，主办方拥有对此征稿启事的最终解释
权。

八、征稿时间和地址
征稿时间自公布之日起 ，2022 年 12 月 30

日止，以当地邮戳为准。
收稿地址：陕西省汉阴县东关美食街二楼书

法艺术馆。
邮编：725100
联系人：刘康琼 18291560611

本报讯（通讯员 金程晨）山海有隔
乐无界，铿锵乐曲贺新年。近日，笔者从
安康汉江大剧院获悉，安康汉江大剧院
特邀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于
2023 年 1 月 7 日在大剧院开启一场东
西方音乐对话的交响盛宴，安康百姓在
家门口即可享受国家级艺术表演。

本场音乐会以“喜迎新年”为篇章，
独具“中国东方韵味”的《春节序曲》耳
熟能详；《北京喜讯到边寨》《我爱你，中
国》等乐曲大气磅礴、激情高昂；著名歌
剧《卡门》前奏序曲《卡门序曲》、勃拉姆
斯代表作《匈牙利舞曲》、柴可夫斯基的
《天鹅湖》组曲等极具异国情调色彩。 20

首左右的曲目中西合璧，加入极富创意
的乐曲编排，形成欢快宏大、激情洋溢
的音乐风格，让听众在欢乐喜悦的音乐
旋律中感受新年新气象。

据悉，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是国家级演艺文化集团。 其前身为中国
歌舞团、东方歌舞团、中国轻音乐团，是
在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下创
建的新中国以来最负盛名的国家级艺
术院团，集中代表了我国音乐舞蹈艺术
的最高成就，涌现出众多享誉海内外的
杰出艺术家，创作演出了众多深受中外
观众喜爱的优秀艺术作品。

安康汉江大剧院作为安康百姓享

受文化艺术的殿堂，同时担负着城市艺
术普及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一直以高
品质的演出剧目作为运营发展的生命
线，引进多个高品质且观众接受度高的
剧目，自 2020 年 6 月 25 日首场演出以
来， 累计举办各类演出活动 200 余场，
接待观众超 10 万人次， 以多元化的文
化供给提升安康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 同时，该剧院积极与当地企事业
单位“牵手”合作，以文化艺术的方式进
行专场策划，让一场场具有安康特色的
表演逐一登上大剧院舞台，使得安康人
民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张阿姨您放心， 志愿者每周
都会过来给您打扫卫生，注意保暖
哦。 ”“王大叔，手机推送的这些中
奖信息很可能是诈骗 ， 千万别回
复。 ”“小张， 园区最近情况怎么
样？ ”说话的是和平村的一级网格
长胡喆，每每入户，他都问的仔细，
看的认真，将能解决的问题就地解
决，解决不了的，用心记在册子里
再报给村上。

为深入推广“321”基层治理模
式，切实将网格化管理做实 ，将精
细化服务做优，让“多网合一”工作落
地落细见实效，蔺河镇创新实施“三
步两化”工作法，有益探索出基层治
理工作新路径，把党委政府的服务管
理延伸至基层村组的“神经末梢”，不
断提升社会治理工作效能。

该镇成立由镇党委书记任组
长，班子领导为责任组长，各村支部
书记为具体责任人的“多网合一”网
格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通过优化
网格层级设置，科学设定网格大小，
按照“就近就便、方便管理”的原则，
将网格划分为三级， 以村为单位设
立总网格，分片区划分一级网格，以
村民小组为基础划分二级网格，将
全镇 7 个村划分为 7 个总网格，20
个一级网格，52 个二级网格，选优配
强网格人员 52 名。 在网格事项办理
上推行“筛查发现问题、分析研判问
题、处置解决问题” 三步工作法，让
网格事项办理形成工作闭环， 做实
网格化管理，做优精细化服务。

全镇推行 “多网合一”“三步两
化”工作法以来，网格员积极参与平
安建设、反诈禁毒宣传，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疫情防控、道路交通劝导、
防返贫监测、 代办服务等基层社会
治理工作，采取“出门一把抓，回来
再分家”的工作方式，整合基层治理
工作力量，告别“多人入一户”“九龙
治水”的现象，有效破解了农村基层
治理中信息不对等、 联动协调运行
不畅、 服务能力不足、 服务质量不
优、服务效率不高等难题，缓解了基
层人力紧张 、工作交叉重叠 、网格
种类繁多、 信息多头上报的局面，
让防返贫监测、食品药品质量安全
监管、 生态环境监测更加有效，安
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 、疫情
防控更加深入，医疗保障代办等服
务事项更加便民，提高了基层治理
实效。 今年以来，全镇网格员参与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100 余起、安康
网格通 APP 上报各类信息 7300 余
条， 有效提高了各类问题的研判处
置效率。2021 年被岚皋县委、县政府
授予 “平安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工
作先进镇”。

浓墨重彩绘新景，绿水青山带
笑颜。 该镇党委书记李文豪说，在
乡村振兴的大道上，蔺河镇将坚持
党建引领， 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
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 ，让生态 “绿
色”丰润发展 “底色 ”，让全面小康
成果更实、成色更足、质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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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汉江大剧院将举行高规格音乐会

“三沈故里·锦绣汉阴”
全省书法大赛征稿启事

安康魔芋看岚皋，岚皋魔芋
看蔺河。 魔芋是蔺河镇的传统产
业，全镇村村都种植有魔芋，这个
家家户户种在房前屋后的 “黑疙
瘩”，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
“好产业”。

“从 2005 年开始， 就有村民
开始种魔芋。那时候，种 5 亩就算
是大户， 全村种植面积只有 100
多亩，产业不成规模。 ”蒋家关村
党支部书记伍先忠说， 比起种植
其他农作物，还是种魔芋最划算。

为了激发村民种魔芋的积极
性，村干部带头种起了魔芋，大家
看到种魔芋能挣到钱， 纷纷扩大
种植面积， 全村的魔芋面积达到
1.2 万余亩。 “山地中多生长有槐
树，树叶落下后就成了肥料，为魔
芋生长提供了充足养分。”伍先忠
告诉记者，如今，全村年产商品魔
芋 800 吨、优质魔芋种子 200 吨。

“为减少大家的经营风险，我
们与村民签订订单回收协议，按
照约定好的最低收购价回收商品
魔芋。”蒋家关村魔芋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李辉友说， 魔芋年产
值达到 1000 万元，村民年人均增
收 5000 余元。 2017 年，蒋家关村
荣获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称
号。

2019 年，蔺河镇招商引进的
浙江客商吴呈友， 在和平村流转
600 余亩林地， 建成标准化林下
铁皮石斛种植基地， 生产的铁皮
石斛粉、石斛花、石斛酒等系列产
品深受市场欢迎。“计划在 5 年内
将种植面积扩大到 5000 亩，配套
建成集观光体验、 石斛特色美食
体验、养生体验、石斛系列产品精
深加工为一体的休闲观光养生园
区。项目建成后，可实现规模产值
1000 万元，提供 150 余个就业岗
位。 ”吴呈友说。

随着蒋家关村魔芋产业、和
平村铁皮石斛产业等一批重点项
目的推进，“一村一品” 在蔺河镇
遍地开花， 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喜
人态势。据了解，以“三联共建”为
载体， 该镇芳流片区 4 个村依托
蒋家关“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国
字号招牌建立魔芋产业联盟，新
增县级魔芋园区 5 个、 林下魔芋
2800 亩、珠芽黄魔芋 50 亩。 蔺河
片区 3 个村依托茶园村 “百年古
茶”资源建立茶产业联盟，完成老
茶园管护 500 亩， 新增标准化密
植茶园 300 亩， 草垭村建成藤茶
园区 200 亩， 蒋家关村新增黄金
茶 500 亩，和平、新建村新增 2 户
家庭农场，发展烤烟 200 亩。景田
肉牛等蔺河本土特色养殖品牌名
气越来越大， 康泰牧业公司生产
的“岚皋鸡蛋”成为全市唯一入选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全镇初步
形成了蔺河绿茶、草垭藤茶、蒋家
关黄金茶齐头并进的茶产业发展
格局。

10 月 29 日， 一直被刘照
元事迹所感动的岚皋县委副书
记、 县长魏小林带着 6 名爱心
人士来到刘照元家， 凑了 6 万
元交给刘照元。 刘照元不敢耽
误，之后两天，他拿着这笔钱还
清了剩下的所有债务。

说起还债，事情还要从头
说起。 刘照元是蔺河镇蒋家关
村二组的村民，2014 年， 儿子
得了鼻咽癌和淋巴癌。 为了给
儿子治病，刘照元夫妇花光了
所有的积蓄，先后向亲朋、邻舍
借款 24 万元。 然而，天不遂人
愿，虽多方尽力，仍没能留住儿
子的生命。 2015 年 7 月，儿子
去世。 两个孙子，一个在儿子
儿媳离异时跟随母亲离开了
家，另一个跟在了老人身边，已
近古稀之年的刘照元和妻子毕
明兰除了要忍受失子之痛，还
得承担这一笔对他们来说堪称
巨款的债务。 为了还钱，夫妻
俩起早贪黑，每年种 10 多亩土
豆、玉米，养 6 头肥猪，刘照元
还打零工 ，进山割漆 ，做木桌
子、木椅子……靠着这些，他们
一点一点地存，一笔一笔的还。

虽然债务被刘照元夫妇慢
慢“啃”了下去，但刘照元终因
积劳成疾，患上严重的肺气肿、
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毕明
兰在劳动时不慎摔了一跤，导
致右臂 、椎骨骨折 ，加上两人
年事渐高，身体每况愈下，还债
速度慢了下来。 “我还不完，还
有我孙子， 要是我这辈子还不
完，就让孙子还，一直到还完为
止。 ”面对他人的担忧，刘照元
总是很坚定。 刘照元也因此获
赞诚信“愚公”，荣登“中国好人
榜”。

刘照元的诚信故事只是蔺
河镇文明乡风的一个缩影。 在
岚皋县蔺河镇， 还涌现出不少
这样的先进典型， 草垭村五组
组长周昌德助人为乐、 在泥石
流中勇救村民， 荣获 “中国好
人”；在脱贫攻坚战场上，蒋家
关村党支部书记伍先忠作为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走进人
民大会堂接受表彰； 棋盘村村
民刘开军自强不息踏上小康
路， 获得陕西省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

乡村之美，外在是山水，是
生态；内在是风气，是人文。 近
年来，该镇充分发挥身边好人、
道德模范等“领头雁”作用，先
后开展了 “最美好人”“最美家
庭”“最美庭院”“最美婆媳”等
道德模范和脱贫典型评选学习
活动，源源不断释放德善之光，
点亮一颗颗有爱的心，以“灯塔
效应” 培育良好家风、 淳朴民
风、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注入
涓涓细流。

初冬时节， 行走在秦
巴腹地的岚皋县蔺河镇，沃野

田畴绿意盎然，村庄巷弄遍布景观，
到处都显现出村居和谐、 产业蓬勃、
乡风文明的新气象。 在和平村，招商引
资的文旅项目———芳流渔歌网红桥正在
加速建设，预计春节前迎来首批客人。

近年来，该镇立足特色资源优势，通过
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做强富农产
业、培树文明村风，不断拓展美丽乡村建
设内涵，全镇从一处美延伸为处处美，
一时美变成四季美， 在着力答好乡
村振兴长卷的过程中， 走出了一

条具有本地特色的发展之
路。

生
态
宜
居
：
让
乡
村
“里
子
”更
有
颜
值

产
业
兴
旺
：
让
农
民
在
土
地
上
更
有
奔
头

乡
风
文
明
：
让
“好
人
效
应
”带
动
更
多
好
人

治
理
有
效
：
让
百
姓
幸
福
感
节
节
高
升

于 11月 24日正式开票


